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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銀行市場

本年底全體存款機構 (包括存款貨幣

機構及郵匯局 )計四五八家，較上年底減

少五家，主要因五家外國銀行在台分行

受總行調整經營策略影響結束在台營業

。在政府積極推動下，本年國內金融機

構繼續進行合併與改制，其中有二家信

用合作社與本國一般銀行合併，一家信

託投資公司、一家中小企業銀行及二家

信用合作社改制為銀行，另有台灣工業

銀行核准新設，使年底本國一般銀行家

數再增五家。由於銀行促銷與消費者消

費行為改變，銀行之信用卡流通卡數及

簽帳金額持續增加；自動提款機交易金

額亦持續上升。受股市交易活絡及銀行

活、定期存款利差縮小影響，本年全體

存款機構資金來源中，活期性存款比重

大幅上升，定期性存款比重則呈下降；

資金用途方面，雖然景氣逐漸復甦，惟

主導經濟成長之高科技產業籌資管道較

多，致向銀行借款需求未同步成長，另

一方面，受銀行逾放比率偏高影響，銀

行放款態度復轉趨保守，影響所及，本

年銀行放款增幅明顯萎縮，證券投資

¶~ª»¶Ê©Ò¥ ⁄ ºW¥T©˙ Å „µ‰¡Y°A Ã “®ÈßÎ ¸ Í



70

亦轉呈負成長。全體金融機構逾放比率

雖然由上年底之4 . 9 3 %一路上升至九月底

之5 . 8 3 %，惟在銀行積極打銷呆帳下，年

底逾放比率已降至5 . 6 7 %。此外，由於多

家銀行增提呆帳準備及減少處分長期投

資，本年各類機構盈餘普遍減少。本國

銀行平均資本適足比率，受多家銀行增

資及增加持有央行定存單與政府債券等

低風險資產影響，則由上年底之1 0 . 4 %上

升至11.2%。

(一)存款

本年底全體存款機構存款餘額為

1 7 8 , 8 3 2億元，較上年底增加 1 3 , 1 4 0億元

，年增率為7 . 9 3 %，較上年底之 8 . 4 2 %為

低。就各月走勢分析，除七月因六月底

銀行衝刺業績，存款增幅擴大，致月底

存款餘額呈減少6 5 7億元外，其餘各月存

款餘額均呈逐月增加走勢，其中六月及

十二月受銀行年度決、結算及活期性存

款半年計息等因素影響，單月增額均在

3 , 2 0 0億元左右。年增率方面，上半年由

於貿易出超續增，國內經濟景氣回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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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以外資看好國內股市，資金持續匯入

，致六月底存款機構存款年增率明顯走

升至9 . 9 7 %；七月以後受銀行放款與投資

成長趨緩，加以九二一大地震使國內剛

復甦之經濟受創，年增率一路走降，至

十二月始小幅回升。綜合全年各月平均

年增率為8 . 4 9 %，略低於上年同期之8 . 5 3 %。

1.各類存款分析

(1)活期性存款

本年底全體存款機構活期性存款餘額

為3 8 , 9 6 0億元，較上年底鉅增 5 , 5 5 0億元

，年增率則由上年底之4 . 2 5 %大幅上升至

1 6 . 6 1 %。主要因景氣轉佳，股市交易活

絡，及新台幣匯率一路緩升，外匯存款成

長趨緩，以及銀行調降定期性存款利率

，使民間持有活期性存款意願大增，定

期性存款明顯轉向活期性存款，其中以

六月單月增加 3 , 0 9 3億元為全年最高。十

二月復因銀行半年計息及因應電腦Y 2 K危機

年底不營業，使得部份客戶外埠交換票

據未及扣帳等因素影響，單月亦增加2 , 0 11

億元，年底餘額達3 8 , 9 6 0億元為全年最高。

(2)定期性存款

本年底全體存款機構定期性存款餘

額為1 3 2 , 3 7 8億元，較上年底增加7 , 0 5 8億

元，年增率呈先降後略升走勢。其中郵

政儲金因年初財政部核准郵匯局開辦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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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響，外匯存款餘額回降，此後，除七

月受「兩國論」及十一月美國升息，美

元與新台幣利差加大，使外匯存款增加

外，其餘各月在新台幣持續小幅走升下

，外匯存款餘額均呈減少。

(3)政府存款

本年底全體存款機構之政府存款餘

額為7 , 4 9 4億元，較上年底增加5 3 2億元，

年增率則由上年底之 - 0 . 3 1 %大幅提升為

7 . 6 3 %，主要因財政劃分法修正後，地方

政府財源增加，及國庫陸續撥放九二一

震災款。

2.存款不足淨退票

在上年第四季企業集團財務危機遞

延效應下，部分問題企業仍續出現拒絕

往來後之鉅額退票，致本年平均淨退票

金額比率大幅攀升，由上年之 0 . 3 6 %增為

0 . 4 9 %，平均淨退票張數比率則與上年持

平，仍為0.52%。

由於上年底企業財務危機效應持續

發酵，年初以來，問題企業出現鉅額之

後續退票，致淨退票比率仍居高不下，

行通匯業務而恢復成長，且受該局長天

期存款利率較一般銀行同期別利率為高

影響，增幅明顯擴大，年增率由上年底

之1 . 4 4 %上升至本年底之1 2 . 5 8 %；銀行定

儲存方面，由於資金寬鬆，本年銀行數

度調降定期性存款利率，使得定期存款

轉呈減少，定期儲蓄存款則仍維持穩定

成長；至於外匯存款方面，本年底餘額

為6 , 5 3 9億元，折合美金約2 0 8億元，續較

上年底之1 8 7億美元增加。一至三月由於

新台幣兌美元匯率出現貶值，外匯存款

持續增加。四月起，受新台幣轉呈升值



73

一至三月平均之淨退票張數比率及金額

比率分別為0 . 5 5 %及0 . 5 7 %。其後則因經

濟復甦態勢確立，出口及工業生產順暢

，以及股市交易趨於活絡，淨退票情形

漸見緩和，四至八月平均淨退票張數比

率降為0 . 4 9 %，而淨退票金額比率亦降至

0 . 4 5 %。至九月，在 9 2 1大地震及其後之

停電、限電等不利因素干擾下，個人財

產遭受損失，企業生產受到波及，淨退

票張數及金額比率分別上升為 0 . 5 3 %及

0 . 4 6 %。十月之後，雖部分拒絕往來戶仍

出現鉅額退票，而使淨退票比率短暫上

揚，但由於國內景氣穩健擴張，年底股

市交投熱絡，致十二月淨退票比率明顯

下滑，張數及金額比率分別降至 0 . 5 2 %及

0.40%。

歷年來，存款不足淨退票均以個人

戶居多，公司戶占全體之比重僅三至四

成，惟大型企業自上年第四季起陸續出

現鉅額退票，致本年公司戶所占比重上

揚，淨退票張數由上年之 2 6 . 3 6 %增為

2 9 . 3 9 %，淨退票金額則由 4 0 . 4 3 %升至

4 5 . 2 4 %。而公司戶中，大型企業淨退票

金額占公司戶比重，亦由上年之 2 8 . 6 1 %

大幅擴增為 3 8 . 8 8 %，淨退票張數方面則

由6.08%明顯上升至13.46%。

(二)放款與投資

本年底全體存款機構放款與投資餘額

為1 5 8 , 3 1 0億元，較上年底增加5 , 4 11億元

或3 . 5 4 %，年增率則呈明顯下降走勢，至

十二月始轉呈上升。本年第一季由於國

內景氣復甦尚不明顯，企業資金需求疲

弱，存款機構放款與投資成長減緩；第

二季起，雖國內景氣逐步復甦，股市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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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放款分析

本年底存款機構放款餘額為 1 3 8 , 0 8 8

億元，較上年底增加 5 , 9 4 7億元，占G D P

比例為1 . 4 8倍，與上年底相埒 (我國銀行

放款占G D P比重偏高，主要因企業結構

中，中小企業比重較高，其融資來源主

要仰賴銀行借款，發行證券金額相對較

少)。年增率則呈先升後降走勢。本年存

款機構放款成長減緩主要因企業資金需

求疲弱，加上自下半年起，銀行積極處

理逾期放款及轉銷呆帳，及放款態度保

守所致。其中對民營企業及個人等放款

占放款總餘額之比重為 8 4 . 8 1 %，較上年

底之8 5 . 5 7 %為低；對政府機關放款比重

，受國庫短期借款增加影響，由上年底

之11 . 7 0 %上升為1 2 . 5 4﹪，至於對公營事

業放款比重則為2 . 6 5 %。在放款用途方面

，仍以短期週轉金放款為主，其次為購

易轉趨活絡，惟因內需產業復甦仍緩

，高科技產業復因籌資管道較多，仰賴

銀行借款偏低，致放款與投資並未明顯

成長；自下半年起，由於銀行積極處理

逾期放款與轉銷呆帳，放款態度亦趨保

守，存款機構放款與投資年增率大幅下

滑，由六月底之 6 . 9 0﹪降至十一月底之

1 . 8 1﹪；及至十二月，受年底銀行衝刺放

款業績及股市資金需求增加影響，年增

率始明顯回升至3 . 5 4﹪。綜合全年各月放

款與投資平均年增率為5 . 3 3 %，低於上年

同期之9.33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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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不動產放款。以本國一般銀行為例，

本年底週轉金放款占總放款餘額之比重

為5 3 . 9 1 %，較上年底之5 2 . 5 7 %明顯上升

，購置不動產放款比重則由上年底之3 7 . 2 7 %

降為3 6 . 0 6 %，主因房地產景氣復甦尚不

明顯，房屋貸款增幅較小。

就放款行業別分析，本年底本國一

般銀行對公、民營製造業放款占公、民

營企業放款比重為 4 2 . 4 8 %，明顯高於上

年底之4 0 . 7 5 %，對金融、保險及不動產

業放款比重為 1 4 . 1 2 %，亦高於上年底之

1 3 . 0 6 %，主要係對不動產業，以及證券

及期貨業放款增加所致。至於對營造業

放款，本年底比重為 1 0 . 4 9 %，較上年底

之1 2 . 2 4 %為低，若加計對不動產業之放

款，二者合計比重本年底為 1 8 . 2 1 % (占本

國一般銀行放款總數之比重則為7 . 9 7 % )，

低於上年底之 1 9 . 7 2﹪，顯示銀行對房地

產相關產業之放款態度仍十分保守。

本年第二季起由於新台幣持續升值

，加上進出口貿易轉趨活絡，銀行外幣

放款轉趨增加，年底年增率由上年底之

- 1 2 . 4 4 %明顯升為2 . 5 3 % (若以美元計算年

增率由上年底之 - 11 . 2 9 %上升為5 . 2 1 % )，

占放款總額之比重則由上年底之 4 . 2 3 %略

降為4 . 1 5 %。至於新台幣放款，受企業資

金需求疲弱，銀行積極處理逾期放款與

轉銷呆帳，及放款政策趨於保守影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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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幅明顯縮小，年底年增率由上年底之

6 . 3 0 %降為4 . 5 9 %。本年底銀行新台幣存

放比率(新台幣放款/新台幣存款)，由上年

底之79.27%降為76.82%。

2.投資分析

本年底存款機構投資餘額為2 0 , 2 2 2億

元，較上年底減少5 3 6億元，年增率呈下

降走勢，由上年底之2 4 . 5 7 %大幅降至-2 . 5 8 %

。就投資工具別言，本年底仍以商業本票

為主，其次為公債。以本國一般銀行為例

，其買入商業本票占投資總額比重為4 9 . 9 4 %

，明顯低於上年底的6 2 . 2 8 %，主要因銀行

為降低逾期放款比率，持續採行增加放款

而減少買票之策略所致；為因應財政支出

增加，本年政府擴大發行公債及國庫券，

而金融機構為降低投資風險，亦大量買入

政府發行之債券，影響所及，本年底本國

一般銀行買入公債及國庫券占投資總額比

重由上年底之1 8 . 9 5 %大幅升至2 8 . 4 0 %；至

於其他投資工具之持有比重，除持有企業

長期股權比重為9 . 8 5 %外，其餘則均在5 %

以下。

3.直接金融與間接金融

本年國內整體資金需求明顯減緩，政

府、企業及個人等新增資金需求為9 , 1 6 0億

元，較上年增加的 1 7 , 3 2 3億元明顯減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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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其中來自直接金融部門增加 3 , 9 4 5億元

，來自銀行放款與投資部分增加 5 , 2 1 5億

元，均較上年明顯減少。以流量資料分

析，本年雖然短期票券發行餘額大幅減

少，惟政府債券發行餘額受政府支出增

加影響而明顯增加，加上銀行投資證券

餘額轉呈減少，使得企業資金來自金融

機構(間接金融)之比重由上年底之6 2 . 11 %

下降為5 6 . 9 3 %，來自非金融部門 (直接金

融=證券發行總額減銀行投資證券)之比重

則由上年之37.89%上升為43.07%。

4.逾期放款

全體金融機構本年逾期放款比率由上

年底之4 . 9 3 %，持續攀升至九月底之5 . 8 2 %

，十二月底則略降為5 . 6 7 %。其中，本國

一般銀行及中小企業銀行 (含國際金融業

務分行與海外分行 )之逾放比率亦由上年

底之4 . 3 6 %，一路上揚至三月底之 4 . 9 9 %

及六月底之5 . 0 1 %，並於九月底升達5 . 0 8 %

之高點，至十二月底則下滑至4.88%。

本年前三季景氣雖已漸復甦，然民

間固定投資縮減，企業資金需求不振，

且銀行放款態度仍趨保守，造成放款成

長有限；而逾期放款卻續受上年第四季

部分大型企業財務危機後續效應，及失

業率偏高，個人償債能力下降影響，加

以房市低迷，銀行擔保品處分不易，致

逾放比例持續上升。其後，由於銀行衝

刺年底放款規模，及股市交投轉趨活絡

，股票融資增加，且本國銀行積極轉銷

呆帳，第四季計轉銷5 1 4億元呆帳，較八

十七年全年之4 3 6億元高，致十二月底之

逾放比率轉見下跌。

為改善金融機構的授信品質，財政

部要求金融機構逐年調降逾放比率，將

存款準備率與營業稅降低所增收益全數

作為加速轉銷呆帳政策。其重要措施為

金融機構本年九月底以後的逾放比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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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逾越本年四月底的水位，且於民國

九十二年六月底，各金融機構的逾放比

率需降低至 2 . 5 %以下，並由銀行在限期

前自行斟酌轉銷呆帳的時間表。本年本

國銀行共計轉銷逾期放款 1 , 3 6 3億元，遠

高於其因降低營業稅率及存款準備率所

增盈餘2 0 5億元，在銀行持續致力於清理

逾期放款下，預期逾期放款將可望逐漸

獲得改善。

5.存、放款市場占有率分析

本年受部分中小企業銀行及信用合

作社陸續改制或與本國一般銀行合併影

響，中小企業銀行及信用合作社存、放

款餘額遽降，而本國一般銀行存、放款

則顯著成長，年底本國一般銀行存款市

場占有率為 6 5 . 3 2 %，放款市場占有率為

8 1 . 7 3 %。至於外國銀行在台分行則在企

業信用風險增高下，放款成長明顯趨緩

，市場占有率略為下降，存款則因外資

持續匯入，資金來源充裕，占有率反呈

上升。郵匯局方面，本年因郵政儲金恢

復成長，郵匯局存款市場占有率轉呈上

升，放款則因業務受限，存款資金大多

轉存銀行，以致放款市場占有率僅 0 . 0 3 %

，略低於上年底之0.05%。

(三) 銀行業利率

1.銀行牌告利率

本年在本行買匯及陸續釋出郵政儲

金與企業資金需求不強因素影響下，全

年銀行體系資金呈現寬鬆局面，利率呈

下降走勢。年初，央行為刺激內需產業

，除釋出郵政儲金供銀行承做低利貸款

外，並於二月二日調降重貼現利率及擔

保放款融通利率，影響所及，各銀行紛

紛調降存、放款牌告利率，以本國五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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庫(台銀、合庫、一銀、華銀及彰銀 )為例

，一個月期及一年期定期存款牌告平均利

率(固定)，皆自上年底之4 . 6 6 %及5 . 4 4 %，逐

步調降至本年四月之4 . 4 2 %及5 . 0 2 %，此後

除合庫於九月因資金結構之調整，降低機

動利率，調高固定利率，致一年期定期存

款牌告平均利率微升為5 . 0 3 %外，至年底

維持不變；基本放款利率方面，亦自上年

底之7 . 7 0％，調降至本年二月之7 . 6 7 %，之

後則維持不變。此外，受銀行大量轉銷呆

帳造成盈餘減少影響，本年銀行基本放款

利率調幅普遍較存款利率為小，惟對於體

質健全之優良客戶，銀行放款利率議價空

間則有加大現象。另存款利率方面，由於

近幾年金融機構陸續發生擠兌風波，存款

客戶基於風險考量，資金多選擇存放大型

行庫，在資金充裕下，大型行庫存款牌告

利率通常較低，如本年底本國銀行一個月

期及一年期定期存款牌告利率 (固定)最高

為4 . 6 0 %及5 . 6 0 %，較五行庫平均之4 . 4 2 %

及5 . 0 3 %明顯偏高。

2．新承做放款利率

本年銀行放款雖受去年底部分企業集

團發生財務危機影響，轉趨保守，但在銀

行資金充裕及財政部為改善銀行體質，限

期各銀行降低逾放比率影響下，銀行為確

保債權，積極尋求體質健全、信用風險較

低之客戶，以貨幣市場利率貸放，拓展其

放款業務，加上政府為提振景氣，實施多

項政策性低利放款，致本年五行庫新承做

放款(含購屋貸款、資本支出貸款、週轉

金貸款及消費性貸款 )加權平均利率，大

致呈下降走勢，十一月更受到國庫短期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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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借款(平均利率4 . 6 8 % )影響，平均利率

降至6 . 8 0 %之低點，十二月始略為回升至

6 . 9 1 %，由於實際承做利率一路走低，使

得五行庫新承做放款加權平均利率與基

本放款平均利率差距有持續擴大現象。

3．存放款加權平均利率

本年本國一般銀行存放款加權平均利

率在銀行業資金充裕情況下，全年呈下降

走勢，其中存款加權平均利率為5 . 0 0%，較

上年之5 . 7 2 %為低，放款加權平均利率為

8 . 0 3 %，亦低於上年之 8 . 4 8 %。受銀行定

期性存款及活期性存款利差縮小，客戶

基於流動性考量持有活期性存款比重增

加，及銀行大量轉銷呆帳造成盈餘減少

影響，本年銀行存款平均利率降幅較大

，存放款利差呈上升走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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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盈餘分析

為降低銀行經營成本，本年初起政

府陸續採取調降存款準備率、提高存款

準備金利息及降低金融機構營業稅稅率

等措施，以強化金融機構體質，惟由於

多家銀行增提呆帳準備，減少處分長期

投資，以及新台幣升值，使銀行匯兌收

益減少，本年各類機構盈餘普遍減少；

全體存款機構稅前盈餘合計 1 , 2 0 9億元，

較上年之1,446億元，大幅減少237億元。

其中，本國一般銀行稅前盈餘減少 1 2 8億

元。外國銀行在台分行稅前盈餘較上年

減少2 2億元，主要因保證業務減少，影

響其手續費收益，以及新台幣升值，使

其匯兌收益持續減少所致。中小企業銀

行稅前盈餘亦較上年減少 4 2億元，主要

因台南企銀、高雄企銀及台東企銀大量

沖銷呆帳，致台南企銀稅前盈餘由正轉

負，以及高雄企銀與台東企銀虧損持續

擴大。信用合作社及農漁會信用部，受

放款業務縮減影響，稅前盈餘亦續較上年

減少。至於郵匯局，雖因票債券持有額減

少及市場利率走低，致票債券收益明顯減

少，惟受股價上揚影響，買賣股票利益大

幅成長，稅前盈餘仍較上年略增。

以資產報酬率 (稅前盈餘 /資產總額 )

及淨值報酬率(稅前盈餘/淨值)觀察其經營

績效，本年全體存款機構資產報酬率由

年之0 . 6 1 %降至0 . 4 7 %；淨值報酬率亦由

上年之9 . 1 7 %降至6 . 9 5 %，其中仍以外國

銀行在台分行居各金融機構資產報酬率

之冠，淨值報酬率則動匯局為最佳。此

外，本年除郵匯局之資產報酬率維持上

年水準及其淨值報酬率較上年為高外，

其餘各類機構之資產報酬率及淨值報酬

率均較上年為低，尤其中小企業銀行受

多家企銀出現大幅稅前虧損影響，其資

產報酬率及淨值報酬率均由正轉負。


